
11责编 / 郭帅 校对 / 宋炜 排版 / 孔祥佳

2021年6月1日 星期二
E - m a i l ：18701654260@126.com
联系电话：010-88146936

公益·故事

爱心档案
aixindangan

爱心故事
aixingushi

善行录
shanxinglu

凡人善举
FANRENSHANJU

“这一切努力没有白费”

“六一”儿童节临近，在厦门市心
欣幼儿园，来来往往的人们，总是能看
到一个小朋友，咧着嘴开心地向大家
打招呼，那就是岚岚（化名）。

出生于2014年的岚岚，在3岁时
被确诊为智力障碍，刚入园时，还不会
说话，甚至连大小便都无法自控。

“我清楚地记得刚入园时，从岚岚
外公怀里接过那个怯生生的小不点。”
刘晓彬老师还记得岚岚第一天入学的
场景。那个时候，岚岚对周围的一切充
满了好奇，但是走路还不稳，摔跤是常
有的事。为了让岚岚尽快康复，老师们
设计了一系列康复训练课程，让岚岚
掌握行走的本领。表达能力较弱的岚
岚，每天总是坚持着做完训练，稚嫩的
脸上有着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坚毅。

入园半年后，刘老师带着刚训练
完的岚岚回教室，突然发现岚岚轻轻
地甩开她的手，自己一个人朝前走去，
同时还回头冲着刘老师微微一笑，似
乎在说“刘老师，快跟上我呀！”那一
刻，刘晓彬老师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欣
喜的眼泪……

随后，在幼儿园举办的线上亲子
运动会中，岚岚又与爸爸获得了一等
奖的好成绩。

针对岚岚入园时不会说话的情
况，刘老师又安排了发音、构音等方面
的训练。经过3年多的训练，现在的岚
岚不仅能说，也愿意说，虽然只是简单
的短语、句子，但教室里常常充盈着岚
岚悦耳的声音。

“当我第一次听到岚岚用闽南语
叫爷爷、奶奶时，我就感觉，这一切努
力没有白费。”岚岚奶奶告诉记者，岚
岚现在各方面康复得非常好，正在为
更好地融入普通学校就学做好准备。

从“到”字起步的美丽人生

在厦门五缘实验小学，睿睿（化
名）经常一个人安静地坐在书桌前看
书，谁也不会想到，这位清秀安静的小
男孩，竟是一名“星星的孩子”（自闭症
患儿）。

睿睿父亲回忆起儿子刚入园时仍
记忆犹新，“3岁了，一个字都不会说，
也不会叫‘爸爸’。”入园前，睿睿的母
亲整天以泪洗面，一家人感觉看不到
未来。

在最绝望的时刻，2016年 7月，睿
睿一家人遇到了时任心欣幼儿园副园长
庄香香。在正式入园前，庄香香利用暑假
时间，每天为孩子提供密集的康复练习。

渐渐地，睿睿从不停四处乱跑，到能
够安静下来坐到座位上；从“咿咿呀呀”
无意义的发音到开口叫“妈妈”……睿睿
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开始走出了自
己的小世界。

入园两个月后，睿睿爸爸送睿睿到
幼儿园门口时，只听得睿睿说出了人生
中的第一个字“到”。“那一刻，我的心猛
烈地颤抖了一下。”睿睿爸爸说。

从一个“到”字起步，睿睿给身边人
的惊喜越来越多，慢慢地能说一个词、一
句话，直到顺利进入普通小学就读。

如今8岁的睿睿让父母感到特别欣
慰，他不仅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更有了
骑车、读书等诸多爱好，还交到了许多朋
友，放学回家还会主动和家人分享学校
的趣事。

“每一个折翼的天使，都能振
翅翱翔”

7岁的诺诺（化名），生下来就有听
力障碍，但在他静谧的世界里，却有一颗

活泼的心。
“初次拿到诺诺的报名材料时，上面

记录着孩子好动，注意力难以集中，父母
非常担心他语言水平的发展……”吴丽
蓉老师说，和其他孩子不同，诺诺非常活
泼好动，但缺乏语言沟通能力。

为充分尊重孩子的天性，入园后老
师们为他做了精准评估并制定了康复计
划，每天都有医生给孩子做听力检测，诺
诺的课表也是量身定制，引导他学习画
画、舞蹈等适合他的课程。

诺诺开始跟着老师的口型学习最
基本的语气词，从一个字到两个字，再
到一整个句子。渐渐地，他也开始喜欢
上了读绘本，从刚开始拿到绘本就扔，
到自己去书柜拿来绘本阅读。如今，在
班级的读书角，总能看见诺诺安静读书
的身影。

2019 年 5 月，幼儿园举办了全国
助残日活动表演，他勇敢地走上了舞
台，第一次表演绘本剧，他将自己看到
的绘本用肢体动作和语言生动地表现
出来，引得台下掌声阵阵。此外，他对
画画也特别感兴趣，每次绘画兴趣小
组课上，他的作品总是给人带来耳目
一新的感觉。“这孩子就是喜欢画画和
舞蹈，他长大了还想当个舞蹈家呢！”
诺诺妈妈说道。

像岚岚、睿睿、诺诺这样的孩子，在
心欣幼儿园有很多。自2012年创办至
今，该园毕业的193个幼儿中有106人
顺利进入普通幼儿园、普通小学就读。每
一位孩子的进步，都成了幼儿园全体教
师们的动力。“我相信，只要打开他们的
心扉，每一个折翼的天使，都能振翅翱
翔。”庄香香说。

用爱守护“折翼天使”
——来自厦门心欣幼儿园孩子们的故事

本报记者 照 宁

■ 最会“寻亲”的村主任

“约1984年出生，1988年9月与
家人走失，现住福建泉州。左臂有一
颗黑痣，说普通话，头发自来卷……”
5月 25日，抖音号“宝贝回家——放
飞心情”再次发出6条寻人信息，网
友们纷纷留言、转发、提供线索和信
息。如今，该号已累计发布近1800条
寻亲视频，拥有粉丝量41.3万，获赞
600余万次。

抖音号的主人名叫刘红涛，是一
名寻人志愿者，也是河南省中牟县毕
虎村村主任。今年是他参与寻亲工作
的第15个年头，亦是他通过短视频寻
亲的第3个年头。村里人常开玩笑说：

“这是一位最会‘寻亲’的村主任。”
“原来都是趴在电脑前，整理寻亲

信息、回复留言，现在方便多了，一部
手机就把所有事办了。”3年来，通过
短视频寻亲，刘红涛帮助了超过100
个家庭团聚，这一数字超过他此前12
年找到走失者的总和。刘红涛说，科技
带来的变化让他的寻人路动力更足
了，“只要特征描述得清楚，找到的希
望就大了很多。”

快速抓取关键信息撰写文案、布
置视频画面，5分钟生成短视频链接
并设置好关键词和标签，这样的手速
让很多年轻人都望尘莫及，但这个41
岁的豫东汉子做得炉火纯青。

其实刘红涛文化程度不高，“一开
始啥都不会”，电脑操作、截图、加超链
接……这些于他而言像天书般陌生。
成为寻亲公益组织“宝贝回家”的志愿
者也是一波三折，“因为太笨，还有一
次被‘请出’了QQ群。”刘红涛不好意
思地说，老师看他活跃，又培训他一个
月。最后考核，200字的寻亲文字，他
愣是憋了8个小时。

帮人寻亲这么难，为何还要坚持？
刘红涛说，因为母亲患有智力残疾，长
年照顾母亲的经历使得他一直关注身
边的流浪人群，从年轻时就常常帮助
一些走失人口回家。“从那以后就一发
不可收拾，我觉得应该帮助更多的人
团圆，知道了有公益组织做这个事，再
难我也得加入。”

村里很多人都见过刘红涛的记事
簿，6本厚厚的本子上记满了寻亲者
的回忆和被拐信息。“满篇的错别字”，
大家有时会嘲笑他，但更多的时候会
给他竖起大拇指：“太用心了”。

现在，帮人寻亲是刘红涛每天
的工作之一，为了不影响本职工
作，他只能挤出更多的休息时间。

“十几年没有午休过了。”刘红涛告
诉记者，中午两个小时是固定的，
剩下的只能晚上来做，“早的话 12
点能睡觉，求助信息多的时候可能
要做到凌晨两三点。”

■“那天的饺子酒，我特意
多喝了两盅”

逢年过节，是刘红涛最忙碌的时
候。“过节放假，很多人才有时间刷视
频，给提供寻亲信息。”刘红涛说，“今
年过年，吃着饺子就接到了电话，有寻
亲者找到了亲人。”

“这是一对来自福建莆田的陈姓
孪生兄弟，弟弟 1999年和家人走失
了。”刘红涛至今说起这次寻亲经历，
还觉得不可思议。第一次发这条寻亲
信息是在去年9月的时候，后来又陆
续发了3次，直到第3次浏览量达到
130余万，视频终于被哥哥看到。

“快过年的时候，接到了他们的电
话。”刘红涛回忆，孪生哥哥发来照片
时，“都惊呆了，确实是长得一模一
样。”2月25日，元宵节前一天，DNA
比对结果证实了寻亲者的血缘关系，
这个失散家庭也迎来了迟到20余年
的拥抱，正吃饺子的刘红涛收到了陈
家团聚的视频后，“那天的饺子酒，我
特意多喝了两盅。”

刘红涛所在的寻亲团队有一套严
格的流程：首先由志愿者记录寻亲需
求，再撰写简报发布在网站上，一旦有
线索，志愿者会联系寻亲者当地的组
织和个人，推进DNA鉴定，最后陪双
方现场认亲。刘红涛负责的，就是记录
下寻亲需求，挖掘补充这些寻亲信息，
然后整理发布出去。

“我们有规定，发布者不能到现场
打扰寻亲者，每次都是这样看看视频，
但还是很激动。”刘红涛说，有一次实
在想去现场看看寻亲者团聚，就自费
去当地旅游，远远地看了一眼。

“原以为自己这辈子不会和英雄这
个词有联系，但现在觉得自己也算是个
幕后英雄。”每次寻亲成功，刘红涛都很
高兴，这背后，是他无数的付出。

接受记者采访时，刘红涛说着一口
标准的普通话。“不行，还得练习。”他谦
虚地说。其实最开始与寻亲者沟通时，
他曾因方言问题遇到不少障碍。“那会
儿不会电脑嘛，就给他们打电话，好多
都是关键信息，比如何时被拐、家庭、身
体特征等信息，因为方言听不懂真是急
人得很。”

尽管如此，刘红涛仍会在志愿者群
里盯着抢号——每个寻亲者都有特定编
号，会在大群里发布。最开始，他一天要
抢16个号，再整理发布到网站上，但一
直发到80多个，都像石沉大海、毫无回
应。熬到近100个案例时，他终于成功帮
人找到亲人。

帮人寻亲需要无限的耐心，遇到对
原家庭有一点记忆的寻亲者，刘红涛就
陪对方聊天，慢慢回忆，一聊就是一两个
小时。逐渐地，刘红涛开始善于捕捉至关
重要的细节——“吃葱花大饼”“从小吃
大米为主”“小时候没见过下雪”，这些都
成为刘红涛寻人重要的地域特征。

一开始，刘红涛用的手机话费每月
近千元，那时候对他而言是笔不小的开
支，后来这笔钱又变成了刷视频用的数
据流量“专款”，还总是不够用。“现在电
话卡都成了金卡了，也算寻亲给我带来
的‘福利’了。”刘红涛风趣地说。

当了那么多寻亲者的“恩人”，逢
年过节，总有寻亲者惦记着他，给他发
个简单的问候。刘红涛的妻子看到也
高兴：“原来有时间就是和朋友在一起
吃吃喝喝，现在挺好，干的是正事，是
好事。”

■“让他们回家，这次旅途就
已结束”

在寻亲路上，刘红涛见到了太多人间
的悲欢离合，有巧合，有奇迹，有遗憾，有纠
结。“最重要的，是让他们回家。”刘红涛说。

寻亲者中，有的生活安逸，害怕因为寻
亲打乱自己现有的生活节奏；有的终于找
到家，父母却已双双离世；有的顾忌与养父
母及其他亲友的关系，不愿让人知道。

曾经有一名40多岁的女企业家，拜
托刘红涛帮忙找父母，又不想让亲朋好友
知道。刘红涛无奈，最后发布的寻亲视频，
隐去了真实姓名，隐去了照片，只有一段
配有不相关图片的文字。“这样咋个找
嘛。”对于这些顾虑诸多、犹豫不决的人，
刘红涛隔三岔五就和他们聊一聊。这些
年，他见过太多花甲之年仍在寻找失散子
女的父母。为了孩子，这些老人学会了开
抖音、编辑寻亲视频。“万一哪天亲生父母
都不在了呢？尽量别有遗憾啊。”刘红涛感
叹道。

自从开通了短视频平台寻人，刘红涛
见到了更多的巧合和奇迹。一个来自黑龙
江男孩的寻亲信息被父亲家的邻居刷到，
团聚的同时曾经模糊的记忆也清晰起来，
原来当年母亲很可能是因为救他而溺水
身亡，并非遗弃；一个来自重庆江津女孩
的寻家视频，被亲哥哥刷到；还有一个贵州
毕节女孩寻亲的视频，被堂姐和表姐同时
刷到，遗憾的是，她的父母已经双双去世……

“在网络上，这种巧合太多了。只要有
明显特征，就能大大提高寻人效率。”刘红
涛说，他发布的寻亲视频下的留言，少的几
十条，多达上万条。

账号足够多的点赞和关注量，也增加
了成功概率。“一天私信多的时候能有五六
十条。”刘红涛告诉记者，原来每条留言必
回复，也因此帮助很多粉丝找到了家人。

“现在真是回复不过来了，但我只要看到信
息清楚的寻亲求助信息，一定会联系他。”
在刘红涛看来，每一个求助背后，都是一个
家庭团聚的可能。

今年2月，头条寻人发起“dou来
寻人”计划，依托抖音、今日头条等平
台，和众多志愿者与机构一起，帮助更
多走失者回家。为此，刘红涛也有了更多
同行的伙伴。

对刘红涛而言，每次寻亲的过程就像
一场旅行。每一次走失者与家属的团聚，
都是生命的一次延展。他陪伴他们一起经
历苦痛，也与他们一起欢喜。“让他们回家，
这次旅途就已结束。”

然而，更多的时候，更多人的旅途依旧
漫无目的，没有终点。那些找不到家和亲属
的人，每一个故事都太过沉重。“我希望所
有失散的家庭都能团圆，有一天自己也不
用再帮人寻亲了。”刘红涛希望自己在
这条路上能再快一点，毕竟每摁下一次
发送键，都意味着为他们找到家人的可
能性多了一些。

“回家路上，我陪你走……”
本报记者 郭 帅

每年六一儿童节，广东东莞的谢东
阳,总是尤其惦念一群特殊的孩子。每到
这天，谢东阳会为他们精心准备礼物，也
带去节日的祝福和陪伴。

这些孩子们虽然都是脑瘫患儿，但大
多爱说爱笑，喜欢依偎在谢东阳怀里，静
静地听他讲故事。“我心里完全就把他们
看作自己的孩子。”谢东阳说。

谢东阳是一名交警，同时也是东莞
市风信子公益服务中心的创办人。从做
警察到做公益，源于2014年为朋友儿子
的一次筹款经历。

“当时因为孩子治疗费用高，我就帮
他想办法，后来通过朋友和媒体的力量，
帮他筹了十几万元，前期的治疗费用基
本有了着落。”谢东阳回忆说。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脑瘫患儿家庭，
我切实地感受到了他们的无力感，很心
痛。也是因为那一次的爱心接力，让我认
识了一群立志为脑瘫孩子伸出帮扶之手
的爱心人士。”在许多人的支持下，2014
年10月，谢东阳创建了一支帮助特殊人
群的志愿服务队——东莞市爱心志愿者
协会风信子服务队。

“风信子的花语是‘点燃生命之火，
同享美好人生’，这正是我们想要做的志
愿服务活动。”以花命名，谢东阳期盼着
能以“风信子”一般的信念，为脑瘫孩子
的家庭带来新的希望。“就像自闭症孩子
取名为‘星星的孩子’一样，我们也会用

‘风信子’来称呼代脑瘫孩子，我希望这
个代称能够传播出去，消除更多人对他
们的歧视。”

这些年，谢东阳带领风信子的伙伴们
累计帮扶了85户家庭共91名脑瘫患儿。
众人拾柴火焰高，前行在志愿之路上，他
们用行动诠释了“用生命影响生命”。

在帮扶过的众多患儿中，“小云彩”姐
妹让谢东阳印象深刻，至今仍感叹不已。

“小云彩”是一对跟着母亲生活、命
运多舛的姐妹——小云和小彩，小云小
时候因发烧导致脑瘫和癫痫，生活完全
不能自理。她们的母亲是一名环卫工人，

工作繁忙且收入较低。平时外出工作，母
亲只得把小云反锁在家中，这一锁就是
10余年。“家里墙上都是小云画的画，是
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妹妹小彩因为受姐
姐影响，与同学们交流互动不多，存在孤
僻的倾向。由于营养不良，小彩面色苍
白，身体单薄，不时会引发晕眩。

“我们对‘风信子’家庭的救助，除了
提供经济援助，更多的是影响他们的生
活态度。因为，众多的‘风信子’家庭在长
久的压力下心态会变得消极，适当的心
理辅导介入能驱赶他们心中的阴霾，让
他们重拾对生活的热情。”谢东阳说。

逐渐地，在志愿者的资助和陪伴下，
小彩有了朋友，开始每天期待去上学；母
亲也学着科学地照顾小云，并带她进行
定期的康复训练。“现在日子越过越好
了，我们心理上的压力也小了很多，希望
两个孩子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小云妈
妈说。

目前，风信子已经形成了探访慰问、
儿童之家、妈妈手工、慈善集市等十余项
比较成熟的公益活动。这些活动，有效陪
伴和帮助风信子家庭成长及融入社会，
点燃生命之火。

“现在6年多过去了，我们帮扶过的
很多家庭都开始积极面对人生，他们会
大方地说出自己孩子的不同，但他们是
积极向上的，这是比较让人喜悦的改
变。”谢东阳说，很多志愿者告诉他，他们
发现原来自己做的是那么有意义的事，
原来公益可以做得更长远。

数年如一日，每每夜深人静，人们早
已进入梦乡时，风信子工作群却仍“嘀
嗒”作响，“弹”出一份又一份的项目方
案。“我们白天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忙，只
能利用晚上这段时间。”作为创办人的谢
东阳，时刻思考、策划着风信子公益的未
来发展之路。“既然开始了就要一直做下
去，我们希望将来能在东莞成立一个公
益性的脑瘫患儿康复机构，让这些小朋
友有一个学习康复就业的平台和机构，
给他们一个家。”

谢东阳和他的“风信子”
本报记者 郭 帅

本报讯（记者 舒迪）为进一步发
扬济贫助困、乐善好施的优良民族传
统，积极推动各界资源整合，创新公益
慈善新模式，5月 28日，由爱德基金
会发起的爱德公益书画院揭牌仪式暨
首届书画展活动在江苏南京举行。

据介绍，爱德公益书画院将公益
慈善与书画艺术进行有机结合，为两
者搭建起了开放性、参与性、服务性的
书画公益新平台，让笔墨书画植根公
益，以公益慈善弘扬文化，汇聚书画界
与公益界之力，共襄中华文化与社会

公益之繁荣兴盛。未来爱德公益书画
院将通过书画创作、笔会交流、艺术培
训、义捐义拍等方式，为爱德基金会实
施助残、助困、助学、助老、救灾等公益
慈善项目提供相应的资源。

目前，爱德公益书画院共有来自
北京、安徽、广东、广西、贵州、安徽、
上海、云南、山东、江苏等10省区市
书画家参与，今后将逐步覆盖更多地
域。活动现场，来自爱德项目地区的
20名孩子还用画笔描绘出了他们眼
中的斑斓世界。

爱德公益书画院在宁成立

本报讯（记者 舒迪）5月25日，
2021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启动仪式
在京举行。2021年度，姚基金希望小学
篮球季将和中国小篮球联赛深度合作，
中国篮球协会、各省级篮球协会将派出
专业的竞赛组织和裁判团队，前往部分
姚基金项目县指导竞赛、执裁联赛。

截至4月底，确认通过申请参与
的项目学校数量突破1500所，来自全
国22个省、自治区。据悉，这不仅是我
国专项体育专项支教数量最多的项

目，也创造了我国公益慈善行业单一
年度中长期志愿者支教学校数量的纪
录。按照目前和地方政府的合作模式，
姚基金主要负责支教志愿者培训及支
教成本、硬件和设施的捐赠以及组织
开展全国集训联赛等大型活动，地方
要负责至少一级比赛的组织和预算，
因此单所学校资助成本只需要1.5万
元，就可以为学校捐赠一套体育器材
和派送一位优秀的体育支教志愿者，
助力乡村学校体育教育全面发展。

2021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在京启动

第三届北京市西城区残疾人公益创投推介大赛日前拉开帷幕。西城区残联首次
以“助力资源对接、打造创收互助圈”的模式对残疾人创投项目进行展示，17个
项目经历了前期的创业辅导、培训优化后在现场逐一展现。活动当天，有8个项目
与基金会、企业代表及爱心人士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西城区残联“双创基地”将
持续助力项目对接，使创业者逐步掌握独立开展项目的能力，与社会资源建立可持
续发展的合作模式。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在厦门市的一家特教幼儿园——心欣幼儿园里，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或有听力语言障碍，或患有脑瘫与自闭症。他们

被爱心人士亲切地称为“折翼天使”，世界以痛吻之，他们却回报以歌，在家人、老师、社会的关怀下绽放属于自己的笑脸。

被人称作“寻亲通”的刘红涛，是“抖音寻人”的志愿者，也是河南省中牟县毕虎村村主任。自2018年开始

利用短视频寻亲，他已经帮助了100余个寻亲者成功回家。

寻人志愿者刘红涛的寻亲故事还在继续——

图为刘红涛抖音账号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